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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创新教育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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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等学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和摇篮,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探寻大学生创新教育, 剖析阻碍大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种种因素,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 发掘和强化学生的创造性潜力,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

性精神,是教育改革、全方位更新观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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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的发展, 社会对人才素质

的要求不断增长, 对高等教育的依赖程度也愈来愈强。因

此,重视大学生的创新教育与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已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  创新教育与创新思维的涵义及主要特征

(一 )创新教育与创新思维的涵义。展望 21世纪的教

育改革,创新教育已蔚然成为一个居于核心位置的概念。著

名数学家华罗庚指出: /如果没有创新精神,不去探索新的道

路,只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路,也总会落后别人一步, 要想超

越别人,非有创新精神不可。0创新教育是 21世纪赋于教育

实现人才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任务, 创新教育以培养人的创

新精神和创新思维为价值取向, 强调厚、宽、实, 并以此为基

础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创新思维, 即推崇创新、追求创

新,以创新为荣, 求新求异, 达到 /高0的要求。然而创新思

维是多种思维的综合表现,是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发散思

维与聚合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有机结合。思维具有

敏捷性、灵活性、变通性; 在想象上, 具有丰富性、超前性、求

异性;在实践上, 具有风险性、多样性、可行性;在广度和深度

上体现独特的变通性、流畅性及独创性,是一种高度灵活、新

颖独特的思维方式。创新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创

新思维主要以优化取胜,是一种比较高级、精华、尖端的思维

活动;广义的创新思维就是改善智力结构和提高工作技术水

平,重视发散性思维的个性发展, 反对墨守成规, 从多方位、

多角度、多侧面去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 达到 /专0的程度。

(二 )创新教育与创新思维的主要特征。创新教育是促

进高校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环节,也是创新教育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创新教育主要

解决如何形成创新的思想、理论及设计转化为实际的精神产

品或物质产品的问题。其中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记忆力

是创新教育发挥的基础, 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其核心, 而创新

思维是人的主体行为, 是意识的表现形式。没有科学的思

维, 轻则走弯路,重则入误区。创新思维是人思维活动的高

级过程, 主要解决如何形成创新动力问题,也是创新教育最

终实现的关键所在, 二者相辅相成, 互为关联。创新教育如

果离开了创新思维, 创新教育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精神

产品或物质产品的产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  影响创新教育与创新思维发展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教育大多是注入式教育, 从小学到大学基本如

此, 重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的应用, 重知识的容量, 忽视创

造的能量, 重知识的多少,忽视知识的创新。由此养成了大

学生只习惯于接受, 而不习惯于思考和论证的学习方法, 影

响了学生的思维活动 ,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 )影响创新思维发展的主要因素。高校是传授知识

的场所,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主要落脚点, 是

教学改革的关键。长期以来, 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评价机制等严重影响和约束学生创新思维的培

养 [ 1]。

1、在教学内容上, 课程和教材改革仍存在内容陈旧、肤

浅、设置不合理,功利导向过重、文化陶冶过弱和共性制约过

强, 忽视人才应有的人文基础以及所需要的文化背景,专业

划分过细, 以 /应试教育0为知识体系中心组织教学活动, 以

考试内容选择教学内容, 以成绩测评评判学生优劣的情况,

专业教育面过窄、各门课程过分强调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



造成文理分家,让学生过早地进入局限于一个很窄的知识领

域面等问题。没有跟上科学发展的速度, 形成 /单脚走路 0,

缺乏培养创新思维的课程,使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影响创

新思维的形成。因此,在制定教学内容时, 要突出均衡性、选

择性、综合性。既要认定显性目标, 又要认定创新性较强的

隐性目标,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学生的创新教

育与创新思维。

2、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落后。虽然我们国家对落后的教

育体制、陈旧的教育理念批判已久, 传统上以老师为主体的

课堂教学方法没有根本的改变, 仍固守在以 /教材、课堂0 讲

授和以学生学会为中心 , 仍习惯于用较多精力去培养 /学

究0式的尖子和 /优秀学生0, 老师讲, 学生听, 老师照本宣

科,学生死记硬背, 老师问,学生答, 相互讨论的机会不多,发

言的机会更少,按常规走路, 按书本行事。教师盛行以掌握、

储存知识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重灌输注入轻独立获取, 重理

论教育轻实践过程, 重知识传授轻思维培养, 造成不少理工

科毕业生的学生人文社科知识相对薄弱,对历史、国情了解

甚少,缺乏经济、法律、写作等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

学生与社会接触、实践能力、洞察能力、社交能力以及运用知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 学生的想象力、多端性思维

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学生拼命忙于应付考试, 以致其思

维不求异,缺乏非逻辑思维直觉联想, 很难产生创新思维和

创新精神,在学习上扮演的仍是配合老师完成教案的角色,

是知识的 /存储器0。因此, 教师必须从追求 /高分 0转变为

追求发展学生的素质;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

导者,学生要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探求者。

3、社会强调重视学历、学术水平的提高, 轻视生产实践

活动,致使许多工科院校老师从学生到讲台, 虽然具有较高

学历和一定专业理论知识,但没有参加过工程实践项目的训

练,缺乏工程及生产的实践经验。

4、高校持续扩招,致使许多老师教学工作量增加, 没有

精力去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方法。有学者认为, 我们

的学生是有知识没有思维,有思维没有思想, 有思想没有个

性。

5、学校教学评价单一。仍存在只重视学生的知识评价,

而忽视学生思维的评价, 只重视结果的评价, 而忽视过程的

评价,重视笔试考试、知识简单再现的题目多, 而忽视口试及

动手操作的考试形式很少运用, 于是 /考研热 0、/过级风0成

为校园的主流,成为学校衡量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因此,

学校应把老师是否善于吸收最新教学、科研手段运用到教学

中去,是否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和学生创新思维的培

养提高,作为教学评价的重要标准,确保创新教育顺利进行。

(二 )创新教育需要创新型的老师

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 激发教师的创新热情, 强化教师

的创新意识,是实施创新教育的灵魂。英国教育家威廉. 亚

瑟说: /平庸的教师只是叙述, 较好的教师是讲解 ,优秀的教

师是示范,伟大的教师是启发。0 [ 2]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作为

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决不能为金钱所动,为名利所惑, 为地

位所诱。教师须有敬业、乐教、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和崇高

理想、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良好的师德修养,应具

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观念,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行之

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既有知识的广度,又有

知识的深度, 并具有打破常规应用知识的实际能力和与此相

应的方法和技巧。不仅能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理解现成

的答案, 更能引导学生探索未知领域, 寻找新的多种答案。

如果教师平淡地年复一年地死教书 ,教死书, 就会把学生练

成 /考试工具0, 教师自己也会退化成知识的 /复读机 0, 教得

无味, 学生学得枯燥。为此, 教师首先要利用先进的教学手

段和设施来增加课堂信息量,要尽可能的采用启发式、讨论

式的教学方式, 启发学生积极去发现、探索问题,养成善于独

立思考, 富于批判性的思维习惯。其次要改变居高临下的做

法, 加强与学生平等交往,要跳出书本的限制,注重学生的思

维开拓和能力的训练,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 提高自学

能力、动手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学生的思维由课堂

向课外延伸, 根据自己的观察去认识去思考去探索去创新,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那么教师只有不停地充电和学习,

保持自身知识的动态性,才能把握教学内容、提炼知识要点、

在创设问题情境的基础上以及引导迁移和点拨引路上, 力求

突出重点、展示亮点、反映难点,因此, 只有把众多的能够深

刻影响莘莘学子的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力激发起来, 才

能树立教育教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在教学、科研中最大限

度地挖掘学生的自身潜力, 启动学生的创新思维, 体现创新

精神, 使教学进入全新的空间。

三  按照创新教育的要求,实施教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一 )坚持以人为本, 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 以学生为主体, 强调学生不仅以客体身份参与教

学过程, 而且还要作为培养主体的身份参与培养过程,把学

生的自由充分发展作为教学的核心价值追求, 确保教学水

平, 对学生实行全程及跟踪的关怀,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积极创造条件, 把关心学生诉求以及实现对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落在实处。

(二 )从创新教育的高度, 端正教学工作的认识。实施

创新教育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陈旧的思想意识和 /老师灌、

学生背、考试逼0的过程和做法 [ 3] , 必须从单纯的知识传授

者向促进学生发展的指导者转化; 由过去主要注重科学知

识, 转向不仅掌握扎实的学科知识,转向特别注意掌握宽厚

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人文知识 ;由过去主要注重传授和学习

已经形成了的知识, 而且要特别注意培养知识创新、技术创

新的思维; 由过去强调全面发展, 转向不仅强调全面发展, 而

且要特别注意个性发展确立新的教育理念。把创造思维作

为衡量教学的重要依据,从实际出发, 以前瞻性的工作思路、

时代性的教育内容、导向性的育人方法、创造性的工作能力

等方面入手展开, 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与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结

合起来, 采取开放式教学模式, 尽可能实现整个教学过程的

优化。

(三 )改革考试制度, 锻炼学生的多层次思维能力。考

试包括其他所有的考核、测验, 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是

整个教学工作中的主导因素和主要矛盾。目前说是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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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为主,实际考试偏重知识,考试成绩占绝大部分比例,那

么改革考试制度,是提高学生的多层次思维能力的关键。笔

试主要是对学生的认知领域, 如记忆、想象、思维等的检测;

口试主要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思维、敏捷性、心理素质等;操

作演示考试则着眼于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考试应是平时检测与期末考试相结合, 笔试、口试和操

演考试相结合,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相结合。通过对知识的

深层理解、分析、比较、融会贯通,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标新立

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

(四 )增加实践性教学的比重, 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

展。创新需要理论联系实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0。在校内实验室进行试验和模拟实习, 在校外进行社会

调查和现场实习,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方式。现在,

教学中实验、实习、设计和社会实践已被严重挤压而减少。

特别是随着学生数量剧增, 实验设施、场所明显不足, 有的根

本上不了实验课,甚至将实验、学习时间一压再压, 内容一减

再减,要求一再降低, 致使实践性环节教学进一步被削弱。

为此,创新教育应当增加校内试验、模拟实习等实践课程,增

加实验室的建设和开放时间; 在实习安排上, 方式要灵活多

样,要鼓励学生到自己联系或由学校负责安排的企事业单位

进行实习,多参加面向社会的科技咨询、教育服务等有益活

动。同时对实习过程和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 要以学生在试

验、实习中是否提出具有新意的问题为主要标准, 而不能以

学生试验或实习是否规范来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

(五 )为创新教育搭建必要的平台。大学生是具有创新

潜能的, 只要采取适当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就能启发愚

昧, 解放思维,勇于变革, 锐意进取,接受并推动新理论、新事

物不断向前发展, 学生的感受和情感的表达就会分化性强、

细腻度高、节制性好, 起点更高, 立意更新。因此, 学校应通

过各种途径、渠道,大力宣传教育创新的意义、目的, 制定一

系列考核和激励机制, 有计划地定期举办师生创新展览以及

培养学生创新性活动 ,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同时积极支持

和鼓励老师进行开拓创新教育 ,并把创新教育和成果纳入老

师的目标考核之中, 对创新教育中做出成绩的师生给予一定

的奖励, 是搭建教师教学创新平台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们的每一位学生都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成长在同

一片湛蓝的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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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ing the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Creativitie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LIHua- rong, L IH ai- tao, TANG X iao- l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t:  Co llege has been a crad le o f cu ltiva ting the creativ e talents and it is comm issioned w ith the im po rtant task o f seek ing

the best way to deve lop college studen ts 'creativ ities. A s a result, dur ing the process o f the educationa l reform s in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been a kerne l to ana lyze the fac to rs influencing the students 'creativ ities, to change the v iew 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tap and

em phasize students 'innovational po ten tia,l and w ha ts' m ore, to ed ify and cu ltivate creativ ities o f the college stud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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